
2013年5月　2223　故宮文物月刊·第362期

清代前期江南天主教徒宗教活動

專　輯

清
代
前
期
江
南
是
天
主
教
繁
盛
教

區
，
當
代
比
利
時
漢
學
家
高
華
士
在
︽
清

初
耶
穌
會
士
魯
日
滿
常
熟
賬
本
及
修
靈
筆

記
研
究
︾
中
說
順
康
之
際
：
﹁
上
海
傳
教

區
，
它
是
整
個
江
南
省
也
許
是
整
個
中
國

最
為
繁
華
的
教
區
之
一
。
﹂
︵
趙
殿
紅
譯
，

大
象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○

七
；
以
下
簡
稱
︽
魯
日
滿
研

究
︾
︶

上
海
、
江
南
是
中
國
天
主
教
繁
盛

之
地
，
有
鑑
於
此
，
筆
者
將
對
此
種
情
形

略
為
敘
述—

介
紹
天
主
教
徒
活
動
實
際

情
況
，
兼
及
其
特
點
。
本
文
所
說
的
﹁
江

南
﹂
，
不
是
指
江
南
省
，
僅
為
江
蘇
南
部

的
蘇
州
、
松
江
、
常
州
、
鎮
江
、
江
寧
五

府
和
太
倉
州
，
傳
教
中
心
在
上
海
、
常

熟
；
常
熟
在
雍
正
年
間
分
為
常
熟
、
昭
文

二
縣
，
乾
隆
十
二
年
︵
一
七
四
七
︶
昭
文

發
生
教
案
。
本
文
所
述
時
間
，
為
順
治
、

康
熙
、
雍
正
、
乾
隆
前
期
，
說
是
清
代
前

期
，
是
大
體
而
言
，
並
非
嚴
謹
概
念
。
本

文
所
依
據
的
史
料
和
參
考
文
獻
，
主
要
有

三
種
，
即
前
述
高
華
士
書
；
中
國
第
一
歷

史
檔
案
館
編
︽
清
中
前
期
西
洋
天
主
教
在

華
活
動
檔
案
史
料
︾
︵
中
華
書
局
，
二○

○

八
；
以
下
簡
稱
︽
檔
案
史
料
︾
︶

；
吳
旻
、
韓
琦

編
校
︽
歐
洲
所
藏
雍
正
乾
隆
朝
天
主
教
文

獻
彙
編
︾
︵
上
海
人
民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○

八
；
以

下
簡
稱
︽
文
獻
彙
編
︾
︶

，
而
最
主
要
的
是
第

一
部
書
。
本
文
為
節
省
文
字
，
據
這
三
部

書
所
寫
史
實
，
一
般
不
作
注
釋
，
僅
在
此

表
示
謝
意
。
由
於
筆
者
對
江
南
天
主
教
史

僅
是
一
知
半
解
，
不
能
作
出
全
面
論
述
，

只
好
﹁
點
滴
談
﹂
了
。

西
洋
傳
教
士
在
江
南
的
持
續
活

動—

教
徒
宗
教
生
活
背
景

清
代
前
期
西
洋
傳
教
士
的
來
華
，

其
傳
教
事
業
受
羅
馬
教
廷
傳
教
方
針
和

清
朝
政
府
政
策
的
影
響
，
有
發
展
有
停

頓
，
大
體
上
是
順
康
間
頗
有
進
展
，
曆

法
之
爭
時
期
有
所
曲
折
，
康
熙
三
十
一
年

︵
一
六
九
二
︶
施
行
容
教
令
，
至
康
熙

五
十
八
年
︵
一
七
一
九
︶
驅
逐
不
領
信
票

清
代
前
期
江
南
天
主
教
徒
宗
教
活
動

馮
爾
康

清
代
前
期
江
南
天
主
教
堂
和
信
眾
俱
多
，
本
文
藉
︽
清
初
耶
穌
會
士
魯
日
滿
常
熟
賬
本
及
修
靈
筆

記
研
究
︾
、
︽
清
中
前
期
西
洋
天
主
教
在
華
活
動
檔
案
史
料
︾
及
︽
歐
洲
所
藏
雍
正
乾
隆
朝
天
主

教
文
獻
彙
編
︾
三
書
文
獻
，
略
述
當
時
中
國
天
主
教
徒
在
江
南
的
宗
教
生
活
、
文
士
與
傳
教
士
的

交
遊
和
影
響
。

傳
教
士
的
近
三
十
年
間
，
允
許
傳
教
和
信

教
，
是
天
主
教
在
華
大
發
展
時
期
；
及
至

雍
正
二
年
︵
一
七
二
四
︶
厲
行
禁
教
政

策
，
乾
隆
朝
繼
續
執
行
，
傳
教
士
遂
轉
入

秘
密
活
動
狀
態
。
江
南
潛
匿
、
潛
入
的

傳
教
士
活
動
頻
繁
，
遂
有
乾
隆
十
二
年

︵
一
七
四
七
︶
昭
文
教
案
的
發
生
，
其
嚴

重
程
度
是
署
理
江
蘇
巡
撫
安
詳
擬
議
將
傳

教
士
王
安
多
尼
、
談
方
濟
各
處
刑
絞
監

候
，
會
長
唐
德
光
、
沈
陶
氏
︵
沈
寡
婦
︶

發
邊
外
為
民
。
儘
管
如
此
，
隨
後
仍
有
傳

教
士
潛
入
。
看
來
清
代
前
期
天
主
教
的
在

華
傳
教
可
以
說
是
經
歷
這
樣
的
歷
程
：
發

展—

停
頓—

大
發
展—

潛
伏
存
在
。
江
南

的
情
形
也
基
本
如
此
，
但
稍
有
不
同
的

是
，
即
使
在
曆
法
之
爭
的
停
頓
時
期
，
傳

教
士
被
集
中
拘
禁
於
廣
州
，
由
於
他
們
事

先
布
置
中
國
人
傳
道
員
維
持
宗
教
活
動
，

在
常
熟
居
然
還
吸
收
三
百
多
名
教
徒
，
上

海
更
為
上
千
人
施
洗
。
就
此
一
事
可
知
在

江
南
的
傳
教
士
活
動
能
量
之
大
，
傳
教
事

業
發
展
比
較
穩
定
。

在
江
南
的
西
洋
傳
教
士
，
清
代
前

期
有
畢
方
濟
、
利
類
思
、
安
文
思
、
衛
匡

國
、
張
方
濟
、
賈
宜
睦
、
潘
國
光
、
魯
日

滿
、
柏
應
理
、
洪
若
翰
、
畢
嘉
、
劉
迪

我
、
成
際
理
、
沈
若
望
、
安
馬
爾
底
玉
、

薄
類
思
、
楊
若
望
、
孟
友
藝
、
畢
登
榮
、

彭
覺
世
、
白
維
翰
、
穆
瑪
諾
、
何
天
章
、

王
安
多
尼
、
龔
安
多
尼
、
費
地
窩
尼
小
、

劉
馬
諾
、
談
方
濟
各
、
張
若
瑟
等
等
。
嘉

道
以
降
也
有
，
如
梅
若
瑟
、
趙
若
望
等
。

他
們
源
源
而
來
，
真
是
不
絕
如
縷
；
這
麼

說
，
不
僅
是
有
這
麼
多
人
陸
續
進
入
，
還

在
於
這
些
人
中
有
合
法
的
，
有
清
朝
政
府

默
認
的
，
雍
正
以
後
則
是
非
法
潛
匿
的
、

潛
入
的
，
表
明
他
們
對
天
主
教
的
忠
誠
，

也
受
教
民
的
歡
迎
。

傳
教
士
們
勤
於
布
道
，
比
如
魯
日

滿
︵
一
六
二
四

∼

一
六
七
六
︶
於
順
治

十
八
年
︵
一
六
六
一
︶
的
兩
個
月
裏
，
在

上
海
到
了
二
十
三
座
教
堂
，
為
六
百
多
人

施
洗
。
康
熙
十
三
年
︵
一
六
七
四
︶
在
三

天
之
內
施
洗
一
百
一
十
九
人
，
有
一
天
晚

上
在
崑
山
為
八
十
三
人
行
洗
禮
。
他
因
教

務
繁
忙
，
積
勞
成
疾
，
仍
不
停
地
探
視
病

人
，
直
至
故
世
。
談
方
濟
各
於
乾
隆
九
年

︵
一
七
四
四
︶
到
達
昭
文
，
基
本
上
是
居

無
定
所
，
雇
船
各
處
行
走
，
在
蘇
州
、
華

亭
、
婁
縣
、
上
海
、
松
江
、
寶
山
、
嘉
定

等
地
吸
收
教
徒
。
他
們
還
使
用
華
人
為
傳

道
員
、
相
公
、
會
長
、
管
堂
，
協
助
傳
道

和
管
理
教
堂
內
部
事
務
。

江
南
各
地
多
有
天
主
教
徒
活
動
中

心
及
教
會
存
在
標
誌
的
教
堂
，
在
不
同
時

期
數
量
不
等
，
康
熙
前
期
上
海
由
五
十
六

座
可
以
舉
行
正
式
感
恩
祭
的
教
堂
，
增

《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修靈筆記研究》
封面書影　引自高華士《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
賬本及修靈筆記研究》

鄂容安、莊有恭關於江南傳教士奏摺　引自中國第
一歷史檔案館編《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
案史料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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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九
十
四
座
。
松
江
城
內
外
有
二
十
七

座
。
常
熟
有
耶
穌
會
會
院
、
城
裏
有
兩

所
教
堂
，
附
近
村
莊
有
十
四
個
教
堂
、

二
十
一
個
傳
教
點
。
太
倉
、
崇
明
、
鎮

江
、
無
錫
、
南
京
等
地
均
有
教
堂
。
上

面
提
到
的
大
小
教
堂
有
一
百
數
十
間
。

學
者
吳
伯
婭
據
有
關
資
料
統
計
，
在
康

熙
四
十
年
︵
一
七○

一
︶
共
有
天
主
教

堂
二
百
五
十
九
個
︵
︽
康
雍
乾
三
帝
與
西
學
東

漸
︾
，
宗
教
文
化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○

二
︶

；
她
統

計
的
可
能
是
大
的
或
較
大
的
教
堂
，
而
前

述
江
南
的
百
數
十
教
堂
中
，
儘
管
有
很
多

小
教
堂
，
但
是
江
南
教
堂
之
多
，
在
全
國

屬
於
前
列
當
是
事
實
。

比
較
像
樣
的
教
堂
，
入
口
處
安
放

盛
放
聖
水
的
水
池
，
室
內
有
祭
台
，
在
它

前
面
有
帷
幕
，
後
面
有
安
放
聖
人
畫
像
的

木
架
，
祭
臺
上
放
置
銅
燭
臺
、
焚
香
爐
；

講
臺
安
放
正
廳
兩
邊
，
供
傳
道
和
主
持
使

用
。
鄉
村
小
教
堂
，
門
口
上
方
有
題
字
，

有
帷
幕
的
祭
台
和
聖
像
。
教
堂
備
有
一
些

福
音
書
，
另
備
每
年
的
中
國
教
會
禮
儀
年

曆
，
即
瞻
禮
單
，
作
為
傳
教
士
組
織
活
動

和
教
徒
宗
教
生
活
依
據
。

江
南
大
量
信
眾
接
受
了
傳
教
士
的
布

道
。
在
上
海
，
十
七
世
紀
四
五
十
年
代
之

際
，
有
教
徒
二
萬
人
，
六
七
十
年
代
增
加

到
六
萬
人
，
八
十
年
代
達
到
七
萬
人
。
康

熙
二
年
︵
一
六
六
三
︶
常
熟
有
教
徒
一
萬

人
，
在
該
縣
總
人
口
中
大
約
四
十
人
裏
有

一
個
教
徒
。
雍
正
、
乾
隆
禁
教
之
後
，
在

潛
匿
、
潛
藏
傳
教
士
活
動
下
，
仍
有
人
受

洗
為
新
教
徒
。

看
來
清
代
前
期
天
主
教
在
江
南
的

傳
教
基
本
上
是
持
續
的
，
順
康
間
呈
現
興

盛
狀
態
，
以
致
﹁
曆
案
﹂
中
保
持
穩
定
狀

況
。
江
南
天
主
教
徒
就
是
在
這
種
社
會
背

景
、
宗
教
狀
態
下
進
行
活
動
的
。

教
徒
宗
教
生
活
一
斑

江
南
天
主
教
信
徒
的
宗
教
生
活
的
一

般
情
形
，
從
入
教
開
始
，
依
據
教
規
從
事

禮
拜
與
瞻
禮
活
動
，
過
社
團
生
活
，
以
及

教
會
的
特
殊
活
動
，
擁
有
人
生
終
點
的
宗

教
情
懷
與
教
會
的
關
懷
。

教
徒
奉
教
必
有
洗
禮
儀
式
，
選
取

教
名
。
洗
禮
的
日
子
，
多
選
擇
在
天
主
教

聖
人
的
紀
念
日
，
神
父
向
成
年
人
施
洗
，

灑
聖
水
，
抹
聖
油
，
在
女
性
洗
禮
時
，
神

父
為
避
免
雙
方
之
間
的
身
體
接
觸
，
用
金

屬
筆
塗
抹
聖
油
。
聖
水
、
聖
油
意
在
使
信

徒
靈
魂
潔
淨
，
堅
信
教
義
，
如
同
乾
隆
前

期
傳
教
士
張
若
瑟
等
人
所
說
：
﹁
從
教
的

人
用
油
塗
額
，
取
清
浮
向
上
的
意
思
；
用

鹽
塗
口
，
要
他
會
宣
講
天
主
教
；
用
水
灑

頭
，
要
取
清
淨
。
祭
天
主
要
用
酒
麵
，
那

油
、
酒
都
是
西
洋
帶
來
，
鹽
麵
是
隨
處
買

的
。
﹂
︵
︽
檔
案
史
料
︾
︶

聖
油
和
酒
是
從

西
洋
帶
進
來
的
，
顯
示
鄭
重
，
不
苟
且
行

事
，
濫
收
教
徒
。

受
洗
同
時
，
選
取
教
名
，
名
字
選
擇

有
多
種
因
素
：
其
一
，
某
個
天
使
的
紀
念

日
或
洗
禮
之
日
，
即
用
其
名
字
，
這
是
流

行
做
法
，
如
享
有
盛
名
的
、
徐
光
啟
孫
女

徐
甘
第
大
出
生
之
日
恰
是
聖
女
甘
第
大
紀

念
日
，
就
以
她
為
名
，
表
示
敬
意
。
其
二

崇
敬
某
位
聖
人
而
取
其
名
字
，
如
常
熟
人

許
嘉
祿
康
熙
十
四
年
︵
一
六
七
五
︶
去
世

前
受
洗
，
取
教
名C

arolus

，
意
欲
仿
效
西

方C
arolus

聖
人
的
美
德
。
其
三
，
傳
道
員

根
據
傳
教
士
設
定
的
年
曆
，
提
供
的
﹁
標

準
化
﹂
名
單
作
為
選
擇
依
據
，
往
往
與
某

地
、
某
個
時
間
流
行
的
聖
人
名
字
有
關
。

教
名
前
面
或
後
面
加
上
原
來
的
姓
，
如
何

世
貞
之
為
﹁
何
伯
多
祿
﹂
。
教
名
多
使
用

在
教
會
內
部
，
通
行
於
教
友
之
間
。

在
教
會
內
部
，
傳
教
士
組
織
各
有

社
會
功
能
的
多
種
類
型
的
社
團
。
康
熙
三

年
︵
一
六
六
四
︶
，
上
海
有
一
百
四
十
個

組
織
，
常
熟
有
十
四
個
，
有
﹁
十
二
使
徒

善
會
﹂
，
十
二
名
成
員
從
事
鼓
勵
、
敦
促

教
區
中
懶
於
參
加
宗
教
活
動
的
教
友
；

﹁
耶
穌
苦
會
﹂
，
即
耶
穌
基
督
受
難
會
，

有
一
百
五
十
名
成
員
，
星
期
五
聚
集
教
堂

舉
行
鞭
笞
禮
儀
，
唱
禱
文
；
﹁
守
護
天

神
會
﹂
，
對
兒
童
進
行
信
仰
教
育
；
﹁
青

年
會
﹂
，
培
訓
青
年
信
徒
成
為
講
道
員
；

﹁
聖
伊
納
爵
會
﹂
，
係
文
人
會
，
參
加
的

約
有
十
數
人
，
固
定
時
間
彌
撒
，
討
論
抽

籤
選
出
的
某
一
教
義
議
題
，
交
流
所
學
心

得
，
另
外
在
教
堂
宣
講
教
義
，
編
輯
宗
教

作
品
；
﹁
聖
母
會
﹂
，
講
述
聖
母
歷
史
事

蹟
，
目
的
是
督
促
慈
善
事
業
的
進
行
，
在

精
神
上
、
物
質
上
對
教
友
給
予
眷
顧
。
另

有
輔
祭
童
，
平
時
在
傳
教
士
住
處
幫
忙
，

男
性
青
少
年
充
當
。
各
種
善
會
皆
備
有
器

具
，
聚
會
時
茶
點
招
待
會
員
；
有
的
另
有

獎
勵
，
給
予
宗
教
物
品
。
青
年
、
兒
童
、

文
人
、
婦
女
教
友
在
這
些
社
團
裏
活
動
，

豐
富
了
宗
教
生
活
。

信
徒
參
加
主
日
、
節
慶
日
活
動
，
要

遵
從
教
會
的
規
範
和
要
求
，
如
希
望
在
主

要
節
日
領
聖
體
︵
發
給
聖
餅
︶
，
儀
式
前
，

必
須
做
告
解
，
甚
至
公
開
告
解
，
剛
抽
過

煙
的
人
不
得
進
行
。
慶
典
中
信
眾
不
僅
是

身
到
，
還
要
心
到
，
在
彌
撒
結
束
前
，
共

同
詠
誦
﹁
信
、
望
、
愛
天
主
、
痛
悔
和
堅

忍
﹂
，
每
詠
誦
一
種
德
行
鞠
躬
一
次
。
聖

母
誕
辰
慶
日
，
在
教
堂
慶
祝
，
常
熟
十
二

名
兒
童
唱
詩
班
在
講
臺
上
向
信
眾
誦
唱
聖

母
德
敘
禱
文
。
耶
穌
會
中
國
傳
教
事
業
的

開
創
者
聖
方
濟
各
．
沙
勿
略
慶
日
，
教
徒

在
傳
教
士
主
持
下
集
會
，
瞻
拜
沙
勿
略
雕

像
。
節
慶
日
，
傳
教
士
有
時
將
聖
像
送
給

虔
誠
教
友
，
刻
意
加
強
聯
絡
，
同
時
許
多

信
徒
訪
問
傳
教
士
，
雙
方
互
動
。

江
南
教
徒
的
宗
教
生
活
，
關
涉
到

死
亡
和
遺
體
安
葬
。
有
的
信
徒
為
自
己

製
作
十
字
架
苦
像
，
就
是
將
耶
穌
受
難
像

置
於
十
字
架
之
上
，
合
為
一
體
；
還
有

把
信
仰
誓
詞
刻
在
銀
、
銅
製
十
字
架
苦

像
上
，
以
期
能
夠
﹁
在
聖
教
的
腹
中
﹂
死

去
。
在
他
死
後
，
傳
教
士
就
將
十
字
架
苦

像
安
放
在
他
的
遺
體
上
。
康
熙
二
十
三
年

︵
一
六
八
四
︶
去
世
的
松
江
人Siu

 Y
u

m
 

cham

就
有
製
作
的
十
字
架
苦
像
。
︵
︽
魯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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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前期江南天主教徒宗教活動

專　輯

滿
研
究
︾
，
頁
三
一
九
︶

為
死
者
的
追
思
儀
式

在
葬
禮
之
前
舉
行
，
點
燃
蠟
燭
，
禱
告
，

祝
願
死
者
靈
魂
得
升
天
堂
。
虔
誠
的
教
徒

死
後
安
葬
天
主
教
公
墓
，
按
天
主
教
規
舉

行
儀
式
，
拒
絕
採
取
中
國
人
傳
統
的
佛
教

或
道
教
方
式
。
許
嘉
祿
故
世
，
不
讓
道
教

長
老
主
持
其
葬
禮
，
在
他
病
危
之
際
，
魯

日
滿
兩
次
探
視
，
並
出
席
他
的
葬
禮
。

集
體
宗
教
活
動
之
外
，
更
多
的
是
教

徒
家
庭
禮
拜
，
在
家
中
虔
誠
進
行
，
是
所

謂
﹁
七
日
裏
吃
西
天
齋
﹂
，
使
用
長
四
寸

五
分
的
十
字
木
架
，
象
徵
天
主
，
向
它
朝

拜
，
或
者
﹁
供
個
天
主
聖
母
小
像
，
每
月

初
一
、
十
五
日
念
經
﹂
，
念
經
也
就
是
口

念
﹁
耶
穌
﹂
二
字
。
︵
︽
文
獻
彙
編
︾
；
︽
檔

案
史
料
︾
︶

教
徒
們
的
持
齋
守
戒
，
是
不
吃

牲
畜
的
大
葷
，
魚
蝦
之
類
仍
可
食
用
。
總

的
來
講
，
教
徒
家
庭
禮
拜
形
式
簡
單
，
便

於
實
行
。

上
述
江
南
天
主
教
徒
的
宗
教
活
動
，

特
別
是
有
多
種
類
型
的
團
體
，
除
了
自
身

的
行
動
，
更
參
與
全
體
信
眾
的
宗
教
儀

式
，
為
它
完
滿
地
進
行
發
揮
作
用
，
表
明

教
徒
和
教
堂
是
按
照
天
主
教
教
規
從
事
宗

教
活
動
，
是
規
範
化
的
，
是
真
正
意
義
上

的
宗
教
生
活
。

文
士
與
傳
教
士
交
遊
及
信
教

江
南
是
人
文
薈
萃
之
地
，
常
熟
所
在

地
的
蘇
州
，
以
出
狀
元
而
聞
名
於
世
，
傳

教
士
根
據
這
種
特
點
與
文
士
交
遊
，
並
採

取
相
應
的
措
施
，
以
達
到
傳
教
目
的
；
從

另
一
個
角
度
看
，
文
人
追
求
新
知
識
、
新

信
仰
，
有
的
人
就
走
進
教
堂
，
起
著
促
進

江
南
天
主
教
事
業
的
發
展
，
為
教
徒
的
宗

教
生
活
添
彩
。

傳
教
士
為
傳
教
寫
作
、
翻
譯
、
印

製
福
音
書
，
信
教
及
參
加
天
主
教
某
些
活

動
的
文
人
參
與
翻
譯
和
寫
作
。
在
江
南
的

傳
教
士
知
道
中
國
人
看
重
書
籍
文
化
和
江

南
的
文
化
中
心
地
位
，
適
應
此
種
情
形
，

講
求
福
音
書
的
製
作
與
傳
播
。
利
類
思
的

︽
彌
撒
經
典
︾
、
︽
聖
母
小
日
課
︾
，
安

文
思
的
︽
復
活
論
︾
，
潘
國
光
的
︽
聖
教

四
規
︾
，
利
瑪
弟
的
︽
聖
若
瑟
行
實
︾
，

柏
應
理
的
︽
天
主
聖
教
百
問
答
︾
，
魯
日

滿
的
︽
聖
教
要
理
︾
、
︽
教
義
問
答
︾
、

︽
教
要
六
端
︾
、
︽
領
洗
及
領
聖
體
對

話
︾
、
︽
鄉
間
歌
詞
︾
，
是
教
義
入
門
、

宗
教
儀
禮
、
道
德
哲
學
的
書
籍
，
是
進
行

基
礎
教
義
教
育
過
程
中
的
教
材
。
這
些
著

作
，
在
松
江
、
蘇
州
的
傳
教
士
不
斷
地
加

以
重
印
，
散
發
給
信
眾
和
對
天
主
教
有
興

趣
的
人
。
在
付
印
之
前
，
請
當
地
文
人
進

行
文
字
修
飾
，
使
之
適
合
中
國
人
閱
讀
習

慣
，
如
康
熙
十
三
年
︵
一
六
七
四
︶
魯
日

滿
說
，
﹁
我
又
接
待
了
審
查
新
︽
日
課
︾

的
文
人
們
，
請
他
們
吃
了
早
餐
和
豐
盛
的

午
宴
﹂
︵
︽
魯
日
滿
研
究
︾
，
頁
一○

四
︶

，
可

知
︽
日
課
︾
修
訂
版
，
就
是
由
文
人
不
止

一
次
地
聚
會
討
論
，
從
而
協
助
完
成
的
。

儒
會
成
員
，
很
自
然
地
會
協
助
福
音
書
印

製
事
務
。

究
︾
，
頁
三
六
九
︶

像
既
有
清
朝
初
級
功
名
的
秀
才
又

有
天
主
教
傳
道
員
雙
重
身
分
的
何
世
貞

這
類
文
人
，
在
江
南
絕
不
是
個
別
現
象
。

傳
道
員F

am
 Y

u
 vam

、
唐
天
石
、
吳
歷

︵
一
六
三
二

∼
一
七
一
八
︶
，
以
及Paul(l) 

u
s

，
都
是
文
化
人
，
可
能
是
﹁
儒
童
﹂
，

但
是
值
得
留
意
的
是
他
們
大
多
是
傳
道

員
，
離
開
神
職
人
員
僅
一
步
之
遙
，
其

中
的
吳
歷
後
來
成
為
神
父—

﹁
中
鐸
﹂
，

這
在
十
七
世
紀
是
不
多
見
的
。
他
是
常
熟

人
，
字
漁
山
，
教
名
西
滿
．
沙
勿
略
，
書

畫
家
、
詩
人
，
著
有
︽
墨
井
詩
抄
︾
、

︽
墨
井
題
跋
︾
，
起
先
為
魯
日
滿
傳
道

員
，
後
與
隨
同
在
松
江
傳
教
的
柏
應
理
去

澳
門
天
主
教
三
巴
堂
修
道
，
康
熙
二
十
七

年
︵
一
六
九○

︶
為
神
父
，
二
年
後
到
上

海
傳
教
，
直
至
去
世
，
葬
陸
家
濱
天
主
教

墓
地
。
比
吳
歷
略
早
的
是
文
士
官
員
教
徒

許
瓚
曾
和
他
的
母
親
徐
甘
第
大
︵
一
六○

七

∼

一
六
八○

︶
。
前
面
說
到
過
的
徐
甘

第
大
，
無
疑
是
知
識
女
性
，
十
六
歲
出
嫁

松
江
許
遠
度
，
勸
導
全
家
入
教
，
用
女
紅

所
得
捐
建
多
處
天
主
堂
，
以
松
江
邱
家
灣

教
堂
為
著
名
，
贊
助
在
江
南
的
傳
教
士
，

甚
至
在
金
錢
上
援
助
曆
案
中
被
禁
閉
在
廣

州
的
神
父
們
。
長
子
許
瓚
曾
，
進
士
出

身
，
康
熙
十
二
年
︵
一
六
七
三
︶
歸
田
，

同
乃
母
一
起
從
事
宗
教
活
動
，
為
潘
國

光
的
︽
十
誡
勸
論
聖
跡
︾
作
序
。
教
徒

中
有
一
批
知
名
的
和
一
般
的
文
人
，
如

許
嘉
祿
，
何
世
貞
為
他
寫
出
︽
許
嘉
祿

傳
︾
；
孟
錫
九
，
是
浙
江
錢
塘
縣
人
，

鰥
夫
，
在
蘇
州
教
家
館
，
乾
隆
十
二
年

︵
一
七
四
七
︶
被
談
方
濟
各
吸
收
入
教
。

關
於
江
南
信
教
之
人
，
蘇
州
巡
撫

陳
大
受
於
乾
隆
十
一
年
︵
一
七
四
六
︶
八

月
初
六
日
奏
摺
中
說
，
受
天
主
教
﹁
邪
說

煽
惑
，
凡
好
高
騖
遠
索
隱
行
怪
者
類
多

奉
之
，
非
僅
愚
夫
愚
婦
而
已
﹂
︵
︽
檔
案
史

料
︾
︶

，
﹁
索
隱
行
怪
者
﹂
，
指
離
群
索

居
行
為
怪
異
之
人
，
今
日
所
謂
的
﹁
另

類
﹂
，
他
們
又
好
高
騖
遠
，
顯
然
是
怪
異

文
人
，
即
吳
歷
、
何
世
貞
一
類
的
天
主
教

徒
。
官
員
如
此
看
待
他
們
，
是
因
為
他
們

離
經
叛
道
，
不
可
思
議
。
文
人
信
仰
天
主

教
，
固
然
其
中
有
科
舉
之
路
走
不
通
的
思

想
因
素
，
不
過
他
們
邁
出
這
一
步
，
比
一

般
民
眾
要
艱
難
得
多
，
他
們
在
入
教
之
前

進
行
了
天
主
教
教
義
的
探
究
，
如
閱
讀
教

傳教士張若瑟供詞　引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《清中前期西洋天
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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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南
文
人
信
徒
，
還
在
傳
教
士
組
織

下
寫
作
教
義
辯
論
性
質
的
書
籍
，
出
名
的

是
何
世
貞
主
撰
的
︽
崇
正
必
辯
︾
。
何
世

貞
，
常
熟
人
，
諸
生
，
教
名
伯
多
祿
。
康

熙
十
一
年
︵
一
七
七
二
︶
，
針
對
反
對
天

主
教
的
代
表
人
物
楊
光
先
的
︽
不
得
已
︾

論
點
，
撰
成
︽
崇
正
必
辯
︾
一
書
，
由
利

類
思
作
序
，
說
他
是
優
秀
學
者
，
是
多
年

來
積
極
的
教
友
。
他
是
魯
日
滿
的
傳
道

員
，
當
魯
日
滿
因
曆
案
離
開
江
南
的
八
年

中
，
他
和
另
一
位
傳
道
員
謝
西
方
維
持
教

務
，
為
新
教
徒
施
洗
。
常
熟
教
徒Pau

l(l) 

u
s

寫
作
類
似
︽
崇
正
必
辯
︾
的
書
，
為
自

己
信
教
及
教
義
辯
護
，
對
其
他
文
人
有

影
響
，
使
得
有
些
人
入
教
。
︵
︽
魯
日
滿
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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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
贈
送
的
福
音
書
，
參
加
儒
會
之
類
活

動
，
同
儕
互
相
探
討
，
有
了
較
多
認
識
，

是
富
有
哲
理
的
教
義
吸
引
了
他
們
，
產
生

信
仰
，
然
後
接
受
洗
禮
。
應
當
說
他
們
是

探
求
新
知
的
人
，
是
勇
敢
者
，
不
應
當
歧

視
這
群
﹁
異
類
﹂
。

女
信
徒
的
虔
誠

傳
統
社
會
要
求
女
性
三
從
四
德
，

無
所
謂
獨
立
人
格
，
信
教
方
面
很
難
自

主
；
由
於
男
女
有
別
，
女
教
徒
的
活
動

常
常
有
自
己
的
場
所—
女
教
堂
；
女
性

一
旦
信
教
，
就
很
虔
誠
，
這
大
約
是
女

教
徒
的
特
點
。

像
徐
甘
第
大
那
樣
的
女
性
天
主
教
徒

能
夠
影
響
到
丈
夫
子
女
全
家
信
教
，
可
能

是
個
特
例
，
因
為
她
的
祖
父
徐
光
啟
是
大

學
士
，
抱
著
外
曾
孫
許
瓚
曾
去
受
洗
禮
；

其
他
的
女
性
教
徒
的
情
形
，
基
本
上
與
此

相
反
，
受
家
長
、
丈
夫
的
影
響
。
要
被
官

方
發
配
的
前
述
沈
陶
氏
，
丈
夫
沈
玉
書
，

隨
同
丈
夫
入
教
，
教
名
亞
加
大
，
沈
玉
書

在
世
時
在
家
中
建
立
密
室
，
容
留
傳
教
士

居
住
，
沈
玉
書
死
後
，
沈
寡
婦
仍
以
密
室

接
待
傳
教
士
和
女
教
徒
。
丹
陽
人
王
天
佩

信
教
，
讓
三
個
女
兒
都
入
教
，
長
女
王
大

姑
，
因
患
重
癆
病
，
夫
家
不
娶
；
次
女
王

二
姑
，
未
過
門
夫
死
；
三
女
王
三
姑
，
出

嫁
後
丈
夫
出
走
。
她
們
在
娘
家
守
貞
，

由
於
王
安
多
尼
說
﹁
一
處
禮
拜
念
經
容
易

升
天
﹂
，
乾
隆
八
年
︵
一
七
四
三
︶
，
王

天
佩
送
三
女
及
許
四
姑
、
沈
七
姑
五
人
到

沈
寡
婦
家
密
室
修
行
。
許
四
姑
是
教
徒
沈

天
如
的
未
過
門
長
媳
，
沈
七
姑
是
沈
天
如

的
侄
女
，
未
婚
夫
死
，
守
貞
。
︵
︽
文
獻
彙

編
︾
︶
沈
天
如
家
族
成
員
信
教
，
表
明
女
性

是
受
男
性
家
長
影
響
而
從
教
。

女
教
徒
有
專
門
的
聚
會
場
所
和

帶
領
活
動
的
女
傳
道
員
。
由
於
男
女
有

別
，
教
會
和
教
徒
捐
獻
者
特
別
建
立
女

教
堂
。
十
七
世
紀
七
十
年
代
，
常
熟
、

松
江
、
上
海
都
有
聖
母
小
聖
堂
，
內
設

祭
台
，
有
多
種
聖
母
畫
像
，
有
的
還
有

雕
像
。
松
江
城
外
聖
母
堂
，
女
信
徒
每

年
五
次
到
此
集
會
，
進
行
宗
教
慶
祝
。

傳
教
士
為
向
女
性
傳
教
和
女
教
徒
活
動

方
便
，
採
取
兩
項
措
施
，
一
是
任
用
女

傳
道
員
，
由
她
們
帶
領
女
教
友
在
聖
堂

活
動
，
並
給
予
貧
窮
女
傳
道
員
資
助
。

沈
寡
婦
家
中
成
為
傳
道
地
點
，
顯
係
女

教
徒
的
負
責
人
。
另
一
是
組
織
專
供
女

教
友
活
動
的
善
會
，
即
聖
母
會
。

女
教
徒
信
仰
虔
誠
，
特
別
表
現
在

捐
獻
方
面
。
徐
光
啟
的
另
一
個
孫
女
潘

徐
氏
在
上
海
陸
家
濱
南
岸
捐
贈
大
塊
墓

地
，
成
為
上
海
第
一
個
外
國
人
墓
園
，

敬
一
堂
主
潘
國
光
首
先
葬
在
這
裏
，
前
述

吳
歷
也
是
安
葬
於
此
。
徐
甘
第
大
在
康
熙

十
年
至
二
十
年
的
十
年
︵
一
六
七
一

∼

一
六
八
一
︶
中
每
年
給
在
上
海
的
傳
教
士

柏
應
理
捐
贈
一
千
兩
銀
子
。
捐
贈
的
大
手

筆
，
出
現
在
徐
甘
第
大
姊
妹
身
上
，
更
多

的
是
教
徒
少
量
的
捐
贈
，
魯
日
滿
的
賬

本
，
記
錄
捐
獻
最
多
的
是
十
兩
銀
子
，
其

次
是
四
兩
，
捐
贈
一
兩
、
幾
錢
的
人
多
。

表
明
多
數
捐
贈
人
不
富
裕
，
是
普
通
百

姓
，
而
﹁
女
性
捐
贈
者
占
絕
大
多
數
﹂
。

︵
︽
魯
日
滿
研
究
︾
︶

總
而
言
之
，
清
代
前
期
江
南
天
主

教
堂
和
信
眾
俱
多
，
教
徒
的
宗
教
生
活
是

較
為
規
範
的
、
豐
富
的
，
而
文
士
的
介
入

有
以
致
知
。
三
百
年
後
來
談
說
他
們
，
對

他
們
信
仰
追
求
的
原
因
、
內
涵
和
社
會
意

義
，
哪
裡
有
多
少
了
解
？
不
無
愧
焉
。

作
者
為
南
開
大
學
中
國
社
會
史
研
究
中
心
學
術
委
員
會
主
任


